
6 月 1 日早上，中牟县交
警大队的张警官在官渡大街
与府前街交叉口执勤，突然发
现一辆车白色马自达轿车的
车牌照很蹊跷，因为牌照上的
C 是反着的。经现场勘验，发
现这辆车的原始牌照是豫

AZ8U15，中间的字母U被人用
磁铁进行遮挡变成了 C，而且
这个C是反着放置。民警当即
作出了将车拖离现场，电话通
知车主，听后处理的决定。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玉明 胡云峰

5 月 22 日，本报以 Z07 版
《宽广马路变成菜场》为题报
道了中牟县城区官渡大街小
商小贩占道经营，购物车辆乱
停乱放的现象后。当天上午，
中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动
30余名警力，在官渡大街与人
民路交叉口进行集结，对占道
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进行清
除，并对出摊经营的商贩进行
耐心劝导。经过民警两个多
小时的集中治理，交通环境得
到了有效改善，马路市场变成
了阳光大道，车辆通行井然有
序，附近居民的脸上也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城区交警四中队中队长

郝宏川表示：今后将加大该路
段的巡查治理力度，形成长效
机制，该处罚的要从严从重处
罚，不听劝阻的要依法处理，

决不允许马路市场再次反弹。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张玉明
胡云峰 文/图

5月22日一大早，市民发
现停靠在中牟县城官渡大街
南侧的一辆福特轿车四个轮
子不翼而飞。

记者现场看到，被截去
“四肢”的是一辆白色福特新
车，还挂着临时牌照。

不少路过此处的市民驻
足围观，议论纷纷。

盗车、破坏车窗盗窃、偷
窃电瓶等类似针对汽车的违
法犯罪活动比较常见，在中牟
县专偷汽车轮子的案子还是
第一次见识。“电视上见过（类
似报道），在咱这儿没见过。
人家好好儿的车，你给人家

（车轮子）卸掉，这不气人吗？”
现场一位市民说，“今天早上
6 点多我去买菜就发现了，

（微信）发到朋友圈了。我说
朋友，谁知道车主的话，通知
一下。”

这位热心市民随即报了
警。上午8点30分，车主还未
现身，警察也没赶到。盗窃手
法、车主损失成了围观人群议
论的话题。

官渡大街是中牟县城主
干道之一，案发地点正处在这
条大街的中段原新潮影院对
面，商铺林立、人车密集，周边
还有至少三个视频监控。

九点一刻，车主张某赶
来。张某称这辆福特轿车是
他一周前刚买的新车。20 日
上午，他把车停靠在这里一直
未用。“嗯，想不到，想不到，确
实比较意外。这小偷太厉害
了，就是说公安局应该加强这
方面的严打，尽力把这个案件
破了。”张某说。

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马强 梁三喜 文/图

近日，在中牟县新世纪广
场上，有这样一位师傅，每天
清晨六点钟准时在此义务为
市民教授太极拳。“我跟着张
振龙师傅学了两年多太极了，
他每年都会来这义务教大家
练拳，60 岁以上的老人更可
以全年免费去拳馆学拳。”家
住中牟县西环路的王先生说。
少年学艺 美名传扬

“1982 年开始练拳，父亲
嫌我瘦弱，要我学太极拳强身
健体。”张振龙 1968 年出生在
温县一个叫西留石的小村
庄。因为家中几代单传，加之
张振龙人长得又十分瘦弱矮
小，父亲便把初中刚毕业的张
振龙送到邻村老拳师王世恭
家里，“父亲给我找了最好的
老师，再三叮嘱我好好学拳，
学好了才能强身健体。”张振
龙说。1988 年，年仅 20 岁的
张振龙第一次参加温县农民
运动会。温县是武术之乡，强
手如林。初上赛场，张振龙就
拿下了推手第三名的好成
绩。随后，张振龙屡屡赛场夺
金，声名鹊起。
路见不平 见义勇为

一次，张振龙和妻子一起
赶集会，有几个当地的小地痞
借故滋事，扬言要把一个“不

听话”的服装摊掀翻，看着衣
服扔的满地，摊主连连求情，
围观乡民却没有一个上前阻
止。张振龙见状，当即上前相
劝，但这几人却挥拳打向张振
龙。张振龙凭着自身功夫，拿
捏有度，将滋事的地痞教训了
一番。
圆梦太极 开馆授徒

2011 年，张振龙辗转到
中牟，开办了一家太极拳馆。
开馆之初，前来学习的人寥寥
无几。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太极拳，了解自己，张振龙每
天早晨在中牟世纪广场义务
授拳。一传十，十传百，拳馆
的人气一天天旺了起来。在
中牟开馆几年来，他的“龙腾
拳馆”迅速壮大，如今的拳馆
占地 400 多平方米，拥有骨干
教练6名，固定学员200多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2012 年春，张振
龙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世界
太极拳名家表演，获得“世界
太极拳名家”称号。2012 年 8
月，他率队参加陈家沟首届国
际太极拳邀请大赛，喜摘5金
3 银，并获“当代太极拳名家”
称号。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邢昊冉

大蒜成熟季，蒜农喜丰收

千名农民工奔赴中牟挖蒜

5月22日上午，中牟县城
北环桥头，来自太康县的
挖蒜工陈栓柱正在和万滩
镇娄庄村的蒜农种植户朱
伟强讨价还价，他们的身
后，大约有200名农民工背
着行李、带着遮阳帽坐在路
边等待着顾主的到来。
不断有大客车行至桥头停
下，车上下来成群结队的
外地农民工，他们都为挖
蒜而来。
中牟大蒜，远近闻名，又到
了大蒜收获的时节，由于
大蒜主产区种植的大蒜面
积较大，挖起来有一定难
度，所以会出现专门为蒜
农挖蒜的工人。几年前，
兰考、太康、尉氏等地的农
民工蜂拥而至，成为活跃
在中牟一支规模庞大的
“挖蒜农民军”。据不完全
统计，大蒜成熟季节，前后
来中牟挖蒜的农民工不少
于5000人。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播报 李淑娟 文/图

“来中牟挖蒜包吃包住，一天
挣100多元，都是挣个辛苦钱，如
果找不到活，自己花钱住旅社，要
么就睡在路边，或者是别人的塑料
大棚里。”来自兰考的50多岁的郭
德正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
双方以每亩挖蒜880元成交。

记者随后来到韩寺大李庄
村，李海和姐姐李娟两家共种了
10亩蒜，来自尉氏县邢庄的9个

工人已经挖完了一亩二分地的
蒜，正在和蒜农一起装车，李海
给他们的价格是 880 元一亩，挖
完蒜后还要把蒜胡切掉，装到袋
子里，装车后才算任务完成。他
们9个人早上2点多开着四轮拖
拉机从家里出发来中牟寻找雇
主，5点开始干活，10点左右把这
块儿一亩二分地的蒜挖完，晚上
就住在大棚里或者是车上。

李海又给他们找了一块 2
亩的蒜地，60多岁的刘华妮也和
乡亲一起来挖蒜，当记者问起她

“累不累”时，刘华妮擦着脸上的

汗说：“怎么会不累啊！趁着家里
没有收麦子，不太忙，挣个零花
钱，总比向孩子要钱强吧，挣几百
元回家就够自己零花一阵子了。”

“我们昨天倒霉透了，一个
雇主把我们拉到蒜地，我们看到
蒜已经旱死，地很硬，不好挖，要
求涨工资，雇主不涨。”一个 40
多岁的女工说，“我们不想干了，
雇主就把我们困到他的地里不

让回来，我们又不认识路，后来
边走边问才回到县城，钱也没有
挣，浪费时间。”

采访过后，这 9 名工人匆匆
坐上了四轮拖拉机车，赶往另外
一块蒜地。

马路市场无影踪
官渡大街变新貌

中牟县官渡大街
福特轿车惨遭“截瘫”

太极大师掀起强劲太极潮

伪造牌照，字母C反着放

异乡打拼，赚钱不易

辛苦赚零花钱，累并快乐着

遭遇黑心雇主，工资无保障


